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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　 　 布莱希特与中国古典戏剧中的“剧场性” 9:; 1+234 8

外国戏剧研究
３７　 　 俄罗斯戏剧的新趋势 <=>

４８　 　 西方左翼戏剧的介入实践与美学创造 ?@A

５９　 　 论皮斯卡托的叙事戏剧创作 BCD

７０　 　 身体的舞台呈现与戏剧共情 ?+E

———论玛格丽特·埃德森剧作《灵智》

现代戏曲研究
７９　 　 郑振铎与百年中国戏剧 <FG

９４　 　 戏曲改编域外故事的成功探索 HIJ

———越剧《春香传》的创演经验

１０５　 　昆剧传习所之功首先属于谁 K+L

———论民国知识阶层对昆曲文化保存的主动性追求

１２１　 　晚清民国江南曲社曲家与昆剧传习所关系考论 MNO

舞台美术研究
１３１　 　迎接新趋势 PQJ

———数字化时代的整体设计

１４４　 　创造“运动中的视觉” R+S

———罗伯特·勒帕吉导演的舞台空间探索

１５７　 　媒介视域下的剧场转向与呈现 TUV

学术评论
１７０　 　“场域”下的民国戏校 WXY+ZG[

———读李如茹《理想、视野、规范：戏曲教育的实验———北平市私立中国高级

戏曲职业学校（中华戏校）（１９３０—１９４０）》

１７７　 　从尝试到范式：编年体戏曲史著刍议 \]^+_`a

———兼评程华平《明清传奇杂剧编年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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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尽管“名不正言不顺”，但是我们拒绝为“剧场性”（ｔｈｅａｔｒｉｃａｌｉｔｙ）下定义，因为“剧

场性”的辽阔疆域不为任何单一的定义、时代或实践所限。对“剧场性”进行阐释会伴随哪些

问题？一方面，必须探究“剧场性”这一当代观念如何与之前的概念一脉相承。另一方面，既

要探究“剧场”（ｔｈｅａｔｒｅ）一词的本义及其隐喻的涵义，也要分析最近两个世纪的观念和实践

如何影响我们对“剧场性”的理解。我们反对在今天的批评话语中，不尊重历史和事实随意

使用“剧场性”这一概念，同时也希冀以相互联系、系统的阐释代替对“剧场性”东拼西凑的

解释。

关 键 词：剧场性　 剧场主义　 元剧场　 剧场符号学　 操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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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中国古典戏剧（戏曲）的审美追求既不同于布莱希特诉诸理性的“间离效果”，也与

因循理解中目标为由“移情”而“认同”的西方资产阶级戏剧相异。这一古老而常新的传统之

宗旨是“以情动人”，又从不为一种自然化的再现表达费心机。她的艺术前提可称为是一种虚

拟审美观：这种虚拟审美通过“虚拟表意”的组织方式和“非凡程式”的具体展现发生。观众在

完全意识到其“虚拟性”的心智过程中，决定去相信其真；作为这一过程中的内在结构性部分，

他们由参与戏曲展开的“感天动地”而更新其人间绵延的“情感之域”。笔者称此为“剧场性”。

关 键 词：剧场性　 虚拟性　 布莱希特　 窦娥冤　 汤显祖　 琵琶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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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戏剧的新趋势
２０２２年第 ２期（总第 ２２６期）

俄罗斯戏剧的新趋势

EFG

内容摘要：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意识形态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在戏剧艺术领域表现出

来。１９１７ 年革命前的俄罗斯经典作品为了适应当代观念而被改编和“重铸”，苏联时代

剧目绝大多数遭到排斥，理论界对西方戏剧思潮的影响产生不同看法，对国内的戏剧新

流派、新剧目持不同评价。剧坛生态的改变引起俄罗斯高层的关注，政府采取了有力措

施。近几年来，俄罗斯戏剧理论界深入思考“我们来自哪里，我们将到哪里去”的根本问

题，扭转历史虚无主义倾向，回顾俄罗斯戏剧的历史，探讨苏联时代剧作传统在后苏联时代

戏剧中的折射、继承和延续，对否定文本在戏剧中占主导作用的论调有所批判，剧坛前景比

较乐观。

关 键 词：俄罗斯　 后苏联时代　 戏剧　 新趋势　 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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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左翼戏剧的介入实践与美学创造

HIJ

内容摘要：西方左翼戏剧美学在剧本、舞台空间、演出形式和观演关系等方面的创造和革新，

除了受马克思主义社会介入观念的影响外，真正动因是工人运动的实际需要、左翼戏剧本身

突出的意识形态本性以及现代戏剧观念和美学思潮的激荡，其直接的动力机制在于由强烈

的政治诉求引发的主体介入和参与。主要受现实政治和意识形态诉求推动的左翼戏剧改变

了传统的戏剧惯例，跟戏剧艺术的先锋派一道创造了极具影响力的新的戏剧美学。

关 键 词：西方左翼戏剧　 介入实践　 参与　 美学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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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皮斯卡托的叙事戏剧创作
２０２２年第 ２期（总第 ２２６期）

论皮斯卡托的叙事戏剧创作

KLM

内容摘要：皮斯卡托是德国戏剧史上叙事戏剧的先驱。他主张以整体性时空观构建作品的

文本结构。叙事戏剧的文本结构特征是连接相对独立的多个事件和场景的快速转化，与之

相对应的舞台呈现手法也进行了创新性的变革。皮斯卡托倡导的舞台蒙太奇手法主要体现

在两个方面：多种艺术形式的拼贴与组接、共时性舞台的创建。皮斯卡托叙事戏剧的文本结

构和舞台表现方式力图从整体上呈现时代及社会发展状况，引导观众以批判性的眼光思考

社会现状，对布莱希特等戏剧工作者产生了重要影响。

关 键 词：皮斯卡托　 叙事戏剧　 舞台蒙太奇　 共时性舞台　 舞台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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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体的舞台呈现与戏剧共情
———论玛格丽特·埃德森剧作《灵智》

H+N

内容摘要：美国当代剧作家玛格丽特·埃德森在普利策获奖剧作《灵智》中关注受癌症折磨

的身体。主人公薇薇安是研究玄学诗歌的教授，在她看来，身体是从属于灵魂的次级物。然

而，癌症的出现打破了这种二元对立。临床医学中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冲突以及人

文感性与工具理性的冲突都在薇薇安的病体中得到具化。摆脱肉体束缚与禁锢后，薇薇安

最终超越了身体与灵魂的对立，回归到人性的温暖之中。埃德森通过患者的身体叙事，唤醒

观众的同理心，实现了戏剧共情。

关 键 词：玛格丽特·埃德森　 灵智　 身体　 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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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振铎与百年中国戏剧
２０２２年第 ２期（总第 ２２６期）

郑振铎与百年中国戏剧

EOP

内容摘要：郑振铎为百年中国戏剧事业做出了重大的甚至他人无可替代的贡献，但有些方面

却几乎被当代研究者忽视甚至遗忘。郑振铎是五四时期新戏剧运动的先驱者，他的戏剧活

动从一开始就目的明确，全方位进行，显示出开创性和指导性的显著特点。他把戏剧运动称

为“光明运动”，是他一辈子坚持的初心和使命。“五四”后他仍然积极参与了大量的、多方面

的戏剧活动，而且一以贯之地与其爱国的、进步的社会活动紧密结合。他与 ２０世纪中国一大

批最著名的戏剧家及戏剧研究者、外国戏剧翻译者都是好友，或给过他们巨大帮助。他一生

对中国古典戏剧作了深入研究和精心保护。１９４９ 年以后他积极参与领导了戏曲改革，发表

过重要意见，倾注了很大的心血。

关 键 词：郑振铎　 中国戏剧　 百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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戏曲改编域外故事的成功探索
———越剧《春香传》的创演经验

QRS

内容摘要：越剧《春香传》是上海越剧院根据朝鲜同名故事改编而成的剧目。自 １９５４年公演

后，受到了观众热烈欢迎，越剧的许多剧团及京剧、黄梅戏、评剧等十多个剧种纷纷搬演。六

十多年来，越剧《春香传》演出不断，其唱段“爱歌”“别歌”等至今仍为长三角地区广大的普

通百姓喜闻乐唱。越剧《春香传》成功创演的经验，约有四点，即：原故事与中国传统文化相

通；原故事具有越文化精神，适合用越剧来表现；反对门第观念、追求平等和敢于与封建势力

作斗争的剧旨，迎合了时代的要求；融汇中朝戏剧艺术，既保持了中国戏曲的美学质地，又具

有异域的特色。它还能给我们这样的启发：一个民族要使自己的文化在异域扎根，最好的方

式是让代表自己优秀文化的文艺作品与他民族文化相融合，以他民族的文艺形式来表现，而

要做到这一点，需要主动、热情地向输入者提供帮助。

关 键 词：越剧　 春香传　 域外故事改编　 成功经验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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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ｉｇｈｔｉｎｇ ｂｒａｖｅｌｙ ａｇａｉｎｓｔ ｆｅｕｄａｌ ｆｏｒｃｅｓ，ｗｈｉｃｈ ｍｅｅｔ ｔｈｅ ｎｅｅｄ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ａ 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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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剧传习所之功首先属于谁
———论民国知识阶层对昆曲文化保存的主动性追求

T+U

内容摘要：在“演员为中心”的昆曲史研究视角下，昆剧传习所的文化传承之功主要归于

“传”字辈艺人。然而揆诸史实，就会发现并理解“传”字辈艺人的“被动性”，并关注到更具

“主动性”的民国知识阶层：他们对昆曲文化价值加以独立判断，视昆曲传承为社会责任，进

而将这种文化自觉意识转化为人才培育过程中的文化主导思维；他们作为“清醒的理想主义

者”，在彼时文化保存与艺人生存的矛盾中反复权衡、尽力周全，以持续、具体、全面的扶持行

动竭力延续“传”字辈艺人的艺术生命。因此，昆剧传习所文化传承之功应首先属于更具主

动性的知识阶层。这也启示我们：只有破除演员为中心的惯性思维，才能更加客观地审视百

年昆曲史；只有秉持文化思维在昆曲传承工作中的主导性地位，才能更好地保护这一文化

遗产。

关 键 词：民国昆曲教育　 知识阶层　 主动性追求　 昆剧传习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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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民国江南曲社曲家与
昆剧传习所关系考论

VWX

内容摘要：晚清民国时期江南曲社曲家与昆剧传习所共同构筑江南昆曲生态共同体，呈现互

生共荣之势。江南曲社曲家对传习所的生存发展倾注心力，他们通过技艺传授、策划宣传、

参与串演、心灵呵护和文化理论提升等诸多方面，对传习所发挥巨大作用。而传习所师生的

共同努力和学员的迅速成长又对江南曲社曲家产生反向作用，最终促进江南昆曲生态共同

体双向互动的内循环，助推古典昆剧的近现代转型。

关 键 词：晚清民国　 江南　 曲社曲家　 昆剧传习所　 关系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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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ｕｎｑｕ ｔｒｏｕｐｅｓ ｄｅｖｏｔｅｄ ｔｈｅｍｓｅｌｖｅｓ ｔｏ ｔｈｅ ｓｕｒｖｉｖａｌ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ｐｌａｙｉｎｇ ａ ｇｒｅａｔ ｒｏｌｅ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ｈｅｒｉｔａｎｃｅ ａｎ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ｏｆ Ｋｕｎｑｕ ｂｙ ｉｍｐａｒｔｉｎｇ ａｒｔｉｓｔｉｃ ｓｋｉｌｌｓ，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ｇ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ｎｇ ｉｎ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ｓ， ｃａｒｉｎｇ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ｏｕｌ ａｎｄ ｅｎｈａｎｃｉｎｇ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ｆｆｏｒｔｓ ｏｆ ｂｏｔｈ ｔｈｅ ｔｅａｃｈｅｒ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ｔｈｅ ｒａｐｉ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 ｒｅａｃｔ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ａｒｔｉｓ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Ｋｕｎｑｕ ｔｒｏｕｐｅｓ． Ｕｌｔｉｍａｔｅｌｙ ｔｈｅｙ
ｆｏｒｍｅｄ ａ ｍｕｔｕａｌｌｙ ｒｅｉｎｆｏｒｃｉｎｇ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ｗｈｉｃｈ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ｃｌａｓｓｉｃａｌ Ｋｕｎｑｕ．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ｔｈｅ ｌａｔｅ Ｑｉｎｇ Ｄｙｎａｓ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ｅｐｕｂｌｉｃａｎ ｐｅｒｉｏｄ；ｔｈｅ ａｒｅａ ｓｏｕｔｈ ｏｆ ｔｈｅ Ｙａｎｇｔｚｅ
Ｒｉｖｅｒ；ａｒｔｉｓ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Ｋｕｎｑｕ ｔｒｏｕｐｅｓ；Ｋｕｎｊｕ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ｉｎｖｅｓｔｉｇ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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迎接新趋势
２０２２年第 ２期（总第 ２２６期）

迎 接 新 趋 势
———数字化时代的整体设计

YZS

内容摘要：数字化技术是时代的浪潮，它能重建想象的心灵世界。它能拓展“所见即所得”

的疆域，创造艺术的新未来。在整体设计中，数字化技术有自身独特的语境逻辑，底层逻辑

体现为预演未来演出图景，顶层逻辑则表现为直观“可见的思想”。数字化时代整体设计将

创造超凡的艺术世界，并给我们带来从未有过的审美震撼。探讨数字化时代的整体设计，其

目的在于：以数字化观念和方法引领舞台艺术创作，推动整体设计以更多元的方式迭代

发展。

关 键 词：数字化　 整体设计　 镜像　 预演
中图分类号：Ｊ８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２５７ ９４３Ｘ（２０２２）０２ ０１３１ １３

Ｔｉｔｌｅ：Ｍｅｅ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Ｎｅｗ Ｔｒｅｎｄ：Ｈｏｌｉｓｔｉｃ Ｄｅｓｉｇｎ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Ａｇｅ
Ａｕｔｈｏｒ：ＹＩ Ｔｉａｎｆｕ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ｓ ｔｈｅ ｔｉｄ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ｉｍｅｓ，ｗｈｉｃｈ ｃａｎ ｒｅ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 ｔｈｅ ｉｍａｇｉｎａｒｙ 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
ｗｏｒｌｄ． Ｉｔ ｃａｎ ｅｘｐａｎｄ ｔｈｅ ｔｅｒｒｉｔｏｒｙ ｏｆ “ｗｈａｔ ｙｏｕ ｓｅｅ ｉｓ ｗｈａｔ ｙｏｕ ｇｅｔ”ａｎｄ ｍａｋｅ ａ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ｆｕｔｕｒｅ ｆｏｒ
ａｒｔ． Ｉｎ ｈｏｌｉｓｔｉｃ ｄｅｓｉｇｎ，ｄｉｇｉｔａ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ｈａｓ ｉｔｓ ｕｎｉｑｕ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 ｌｏｇｉｃｓ．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ｃ ｌｏｇｉｃ ｉｓ ｔｏ
ｐｒｅｖｉｅｗ ｔｈｅ ｆｕｔｕｒ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ｗｈｉｌｅ ｔｈｅ ｔｏｐ ｏｎｅ ｉｓ ｔｏ ｄｉｒｅｃｔｌｙ ｓｅｅ ｔｈｅ “ｖｉｓｉｂｌｅ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Ｔｈｅ
ｈｏｌｉｓｔｉｃ ｄｅｓｉｇｎ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ａｇｅ ｗｉｌｌ ｃｒｅａｔｅ ａｎ ｅｘｔｒａｏｒｄｉｎａｒｙ ａｒｔｉｓｔｉｃ ｗｏｒｌｄ ａｎｄ ｂｒｉｎｇ ｕｓ ａｎ
ｕｎｐｒｅｃｅｄｅｎｔｅｄ ａｅｓｔｈｅｔｉｃ ｔｒｅｍｏｒ． Ｔｈｅ ｐｕｒｐｏｓｅ ｏｆ 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ｈｏｌｉｓｔｉｃ ｄｅｓｉｇｎ ｉｎ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ａｇｅ ｉｓ ｔｏ
ｇｕｉｄｅ ｔｈｅ ｓｔａｇｅ ａｒｔ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ｗｉｔｈ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ｃｏｎｃｅｐｔｓ ａｎｄ ｍｅｔｈｏｄｓ，ａｎｄ ｔｏ ｐｒｏｍｏｔｅ ｔｈｅ ｉｔｅｒａｔｉｖ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ｏｌｉｓｔｉｃ ｄｅｓｉｇｎ ｉｎ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ｗａｙｓ．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ｄｉｇｉｔｉｚａｔｉｏｎ；ｈｏｌｉｓｔｉｃ ｄｅｓｉｇｎ；ｍｉｒｒｏｒ；ｐｒｅｖｉｅ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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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运动中的视觉”
———罗伯特·勒帕吉导演的舞台空间探索

[+\

内容摘要：罗伯特·勒帕吉导演自由地穿梭于戏剧、电影和新媒体等多个领域，掌握不同艺

术门类各自的优势。他调动了电影的观看方式，将“运动”作为处理舞台时空最为关键的要

素，在戏剧中孕育了一种新的“空间 时间”理念。他通过建构多重的观看视角、驾驭活动的

“表演机器”、营造虚幻的影像奇观，从而加强了舞台空间的运动，拓展了四维空间的戏剧表

现力，创造了独特的“运动中的视觉”。

关 键 词：运动　 舞台空间　 观看视角　 表演机器　 影像奇观

中图分类号：Ｊ８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２５７ ９４３Ｘ（２０２２）０２ ０１４４ １３

Ｔｉｔｌｅ：Ｃｒｅａｔｉｎｇ “Ｖｉｓｉｏｎ ｉｎ Ｍｏｔｉｏｎ”：Ｄｉｒｅｃｔｏｒ Ｒｏｂｅｒｔ Ｌｅｐａｇｅｓ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ａｇｅ Ｓｐａｃｅ

Ａｕｔｈｏｒ：ＨＵ Ｚｕｏ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Ｄｉｒｅｃｔｏｒ Ｒｏｂｅｒｔ Ｌｅｐａｇｅ ｓｈｕｔｔｌｅｓ ｆｒｅｅｌｙ ｉｎ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ｆｉｅｌｄｓ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ｈｅａｔｒｅ，ｆｉｌｍ ａｎｄ ｎｅｗ

ｍｅｄｉａ，ａｎｄ ｋｎｏｗｓ ｔｈｅ ｒｅ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ａｒｔｉｓｔｉｃ ｇｅｎｒｅｓ． Ｍａｋｉｎｇ ｕ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ｗａｙ ｏｆ

ｍｏｖｉｅ ｗａｔｃｈｉｎｇ，ｈｅ ｔａｋｅｓ “ｍｏｔｉｏｎ”ａｓ ｔｈｅ ｃｒｕｃｉａｌ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ｏｆ ｓｔａｇｅ ｓｐａｃｅ，ｂｒｅｅｄｉｎｇ ａ ｎｅｗ ｃｏｎｃｅｐｔ

ｏｆ ｓｐａｃｅｔｉｍｅ ｉｎ ｔｈｅａｔｒｅ，ｗｈｉｃｈ ｈｅｌｐｓ ｈｉｓ ｗｏｒｋｓ“ｄｅｖｅｌｏｐ ａ ｎｅｗ ｓｐａｔｉ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ｓｏ ｔｈａｔ ｔｈｅｙ ｃａｎ

ｉｎｔｕｉｔｉｖｅｌｙ ｅｘｐｌａｉｎ ａｎｄ ｆｕｌｌｙ ｍｅｅｔ ｔｈｅ ｓｐｅｃｉａｌ ｎｅｅｄｓ ｏｆ ｍｏｔｉｏｎ ｖｉｓｉｏｎ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ｅｓｅｎｔ ａｇｅ．”Ｂｙ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ｍｕｌｔｉｐｌｅ ｖｉｅｗｉｎｇ ａｎｇｌｅｓ，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ｉｎｇ ｔｈｅ ｍｏｂｉｌｅ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ｍａｃｈｉｎｅ” ａｎｄ

ｍａｎｉｐｕｌ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ｌｌｕｓｏｒｙ ｉｍａｇｅ ｓｐｅｃｔａｃｌｅｓ，ｔｈｅ ｍｏ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ａｇｅ ｓｐａｃｅ ｉｓ ｓｔｒｅｎｇｔｈｅｎｅｄ，ｔｈｅ ｔｈｅａｔｒｉｃａｌ

ｅｘｐｒｅｓｓｉｖｅｎｅｓｓ ｉｓ ｅｘｐａｎｄｅｄ ｔｏ ａ ｆｏｕｒｄｉｍｅｎｓｉｏｎａｌ ｓｐａｃｅ，ａｎｄ ｈｉｓ ｕｎｉｑｕｅ “ｖｉｓｉｏｎ ｉｎ ｍｏｔｉｏｎ”ｉ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Ｉｔ ｉｓ ｗｉｄｅｌｙ ｒｅｃｏｇｎｉｚｅｄ ｔｈａｔ ｈｅ ｈａ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ａ ｎｅｗ ａｒｔｉｓｔｉｃ ｆｏｒｍ．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ｍｏｔｉｏｎ；ｓｔａｇｅ ｓｐａｃｅ；ｖｉｅｗｉｎｇ ａｎｇｌｅ；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ｍａｃｈｉｎｅ；ｉｍａｇｅ ｓｐｅｃｔａｃｌ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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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视域下的剧场转向与呈现
２０２２年第 ２期（总第 ２２６期）

媒介视域下的剧场转向与呈现

]^_

内容摘要：电影媒介引发了剧场的影像转向，与身体知觉紧密关联的现场性作为媒介时代的

剧场最具有争议的话题之一，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被媒介所改变。数字技术引发了剧场的数字

化转向，以身体和空间为核心的剧场艺术与数字媒介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当代剧场最值得探索

的趋势之一。从电影到虚拟现实的媒介发展过程也是剧场从内化媒介走向自身媒介化的过程。

２０世纪至今，舞台设计在数字交互投影等技术的推动下呈现出全新的媒介景观与数字景观。
关 键 词：媒介　 剧场　 现场性　 数字技术　 虚拟现实　 舞台设计
中图分类号：Ｊ８０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０２５７ ９４３Ｘ（２０２２）０２ ０１５７ １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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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雅明作品的英译者（Ｈａｒｒｙ Ｚｏｈｎ）在翻译《机械复制时代的艺术作品》时，将“本真性”译为“在场”，这一术语也在英
文文献中被沿用下来。“现场性”与“在场”的关系在下文有讨论。



“场域”下的民国戏校
———读李如茹《理想、视野、规范：戏曲教育的

实验———北平市私立中国高级戏曲职业

学校（中华戏校）（１９３０—１９４０）》

`ab+cPd

内容摘要：李如茹所著《理想、视野、规范：戏曲教育的实验———北平市私立中国高级戏曲职

业学校（中华戏校）（１９３０—１９４０）》一书，既是一部深入堂奥的研究论著，也是一部扎实的资
料集成。该论著以 ４５万字纸质书兼 ２００余万字光盘内容的硕大体量，填补了民国教育史和
文化史上的一项空白。作者借助法国思想家布迪厄社会文化学的研究方法，从“场域”“生存

心态”和“资本”入手，基本厘清了科班教育系统之由来，考察了戏校体制与科班之间的不同。

作者秉持客观公正原则记叙李石曾的开创性贡献，给予这位民国元老以应有之文化地位。

在理论阐述的同时，作者穿插了不少有趣的逸闻，提升了该书的可读性。

关 键 词：中华戏校　 “德和金玉永”　 布迪厄　 场域　 李石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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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尝试到范式： 编年体戏曲史著刍议
２０２２年第 ２期（总第 ２２６期）

从尝试到范式： 编年体戏曲史著刍议
———兼评程华平《明清传奇杂剧编年史》

efg+hij

内容摘要：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中期以来，以编年的形式演述中国戏曲史的发展历程，客观展示戏
曲发展的实际情形，逐渐成为戏曲史书写的一种新范式。这种戏曲史研究范式在观念、方

法、内容、价值、体例等方面展示了一种全新的学术理念：既立足大戏剧的观念，又以庞大的

文献作为研究工作的支撑。编年体戏曲史著不仅体例与章节体迥然不同，而且内容客观丰

富，兼具史料性与工具性。其中程华平《明清传奇杂剧编年史》作为迄今体系最宏大、内容最

丰富的编年体戏曲史著，堪称此类述史范式的最新标志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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